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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学人
!

其骧先生!向上海市主管领导反
映" 通过各方面努力!复旦大学
同意将未送旧书店的藏书!收入
复旦大学图书馆" 在此期间!徐
鹏师找出有价值的文献!归还王
师母" 如上述清代王澍的#积书
岩摹古帖$%&&这是先生生前变
卖师母首饰购得者' 同时!收罗
先生部分遗稿!加以保存" 其中
包括 (蛾术轩善本箧存书录$清
稿本的绝大部分! 共二十七册'

尚有一册清稿本及未誊清的草
稿!和王先生的藏书一起!归入
复旦大学图书馆'当时上海图书
馆的顾廷龙先生非常重视这部
稿子!曾特地询问并查看过'

上世纪
!"

年代末! 全国开
始恢复研究生考试! 笔者有幸!

忝列徐鹏师之门' 在学期间!读
过此稿!并遵师命!和同窗一起!

编成 (蛾术轩箧存善本简明目
录$!油印若干!散发学友参考'

此后! 徐鹏师先后整理)出
版了(文献学讲义$(藏书纪事诗
补正$等先生遗著" 又和原复旦
大学教授!后为北京图书馆*即
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鲍
正鹄先生一起! 标点整理这部
(书录$'

两位先生! 不顾自身健康!

放下手中著述!费时多年!方始
告竣'其间!徐鹏师曾在(中华文
史论丛$等专业杂志上发表过部
分整理稿'

上世纪
#"

年代! 徐鹏师命
笔者尽力联系!争取出版' 得上
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国章等先
生支持!由吴旭民先生为责任编
辑! 在

$%"&

年出版了标点整理
本' 徐师特命笔者撰写(前言$!

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和流传情况!

略作说明'出版不久!初版售罄'

&%'&

年再版'

标点整理本问世!王欣夫先
生的学术成就!进一步受域内外
学界关注' 王先生的学生!复旦
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在(海上
学人$等著作中!专门介绍王先
生的事迹和为人' 潘旭澜教授!

从文化史的角度! 宏观审视!发
表长文 (两部大书的腥膻与苦
涩$! 介绍王先生的业绩和鲍正
鹄先生)徐鹏师整理(书录$的情
况!引起学界相当反响' 其他学
人有关先生生平和学术成果的
文章也多见刊出'

到本世纪初!徐鹏师感觉体
力和精神不支!数次和笔者谈及
王先生遗稿的整理'

&""(

年
(

月!特地把王先生的哲嗣王启栋
先生夫妇请到家中! 共同决定!

将遗著托付给笔者'

受命惕若!夙夕在念!不敢
懈忽' 多年来与各方联系!王先
生和徐鹏师的遗著! 已出版数
种'最近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支持!这部著作!可望化身千百!

流传于世'或可告慰先生和徐师

在天之灵'

学术有传承' 学术的传承不
仅为名义上的师弟关系!更反映
为一种人与人的深层联系!一种
精神之延续' 半个多世纪!潮起
潮落!人情变幻!世态炎凉' 随波
逐流!沽名钓誉!固然有之!而这
部文稿的流传!笔者更多感受到
的! 是前贤对学术的执着追求!

是情感交流的温暖!是人和人之
间的信赖! 是一种人性中的真
诚!此乃更值得珍惜之处'

关
于 (蛾术轩箧存善本书
录$ 在各个具体研究领

域的价值!笔者已在该书标点本
的(前言$中做了一些说明!此不
重复'

那么!为什么已有整理标点
本!还要出此原稿影印本呢,

首先! 徐鹏师生前教示!已
出排印本!鉴于当时社会环境和
认识!个别篇目!全部删削' 有些
篇目!有所改动' 出于出版形式
的考虑!对原书分卷!稍有变易'

因此!影印本可以更准确地反映
原稿的本来面貌'

其次!王先生在每篇写成之
后!请人誊写' 清稿成册之后!又
加修改)增补)批注' 这些内容!

反映王欣夫先生晚年的思想变
化!而在整理本中!则无法看出
这样的过程)或反映得不明确'

最重要的!就此稿本形态的
价值而言!更完全应该影印' 众
所周知!各种文化样式-音乐)舞
蹈)绘画)雕塑)电影等等!在各
自发展历史上!每个阶段!都有
自身标识性作品!都有自己的经
典' 书籍稿本的发展也是如此'

中国的典籍文本! 历经甲
骨 )金石 )简帛 !纸张等载体变
迁! 有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典籍形态! 自印刷术发明以后!

多由手写转为印刷!却丝毫未减
少手书稿本)抄本的价值' 自

)#

世纪末以来!随着书写工具的演
进!钢笔)铅笔)圆珠笔取代了毛
笔' 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电脑打
字又取代人工手书' 在中国!用
毛笔书写的稿本!越来越少' 这
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转折点'

这部清稿本近五千页!一百
七八十万字!全部用毛笔小楷工
整写定!书法光鲜夺目!蔚然大
观' 作为典籍变迁)书稿形态转
折点上的代表性作品!有着无可
替代的价值和时代意义'笔者不
赞成轻率发出.某某时代没有文
化巨作/的抱怨' 以笔者数十年
海内外跋涉!调查研究汉文典籍
的经历所见!就个人著述的汉文
稿本言!当今之世!鲜有可与此
比肩者'

总之!无论从其内容)从古
典文献学的学术研究角度而言!

还是就其形式)从稿本流变的形
态变化角度而言!这部(书录$都
堪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
的代表性之作!无愧为时代的经

典' 因此!影印非常必要'

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十
年)百年之后重回首!当证吾言
不妄'

最
后! 要对在这次影印出
版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

题做一点说明!对贡献了力量的
各方表示感谢'

首先!要感谢王欣夫先生的
哲嗣王启栋先生和夫人!慨然同
意并大力支持此书的影印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兴康
社长! 在当前商业风潮正盛之
际!表现出作为一个出版者的见
识和担当! 决定影印线装出版'

该社王为松总编) 孙瑜主任!对
此表示了热情关注和支持!尤其
编辑顾雷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复旦大学图书馆陈思和馆
长)王亮博士等!为翻印复旦图
书馆所藏的两册残稿!无私地提
供了方便和支持'鉴于残稿中钢
笔书写的一册!除两篇在清稿本
中未收录外!余皆已收入(书录$

清稿!而此两篇!原非清稿!当初
先生未收!殆有原因' 按本书体
例!亦不收录'

原稿没有目录! 为便于检
索!此次影印!在每页中缝!标上
页码'加上了书前目录和书后的
索引' 其余概从原貌!不作任何
修饰' 索引的编制!得到吾友上
海文史馆馆员金良年先生的真
心支持!由他亲自编成'

尤其要感谢的!是许多和笔
者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

学者!多年来!从各种角度)用不
同方式!表现出对王欣夫先生和
这部稿本的关注!希望尽快看到
影印本问世! 并为此书的出版!

给予了实际的帮助'这不仅是对
王先生个人)而应视作为对于中
国历史典籍)对于中国文化本源
的关切'使我们这些从事古典文
献研究的学人! 感到 .吾道不
孤0)被人理解的温馨!也更坚定
了我们继续努力!以使中华文化
更加开放地与世界交流的信念'

众志成城!才是这部稿本最
后得以发出光辉的根本动力'

五十年前!知名学者卢弼先
生对于王欣夫先生的学术业绩
颇为赞赏' 称他1千金一诺重千
斤0!.文章道义结知音0' 并将他
和清初潘耒整理顾亭林遗著相
比-.同是名贤同不朽!师门谊笃
重东吴' 0

同辈学者吕贞白师也有诗
这样评价-.蛾学斋能抱道真!三
吴学派未沉沦' 自从黄顾风流
歇!天壤王郎第一人' 0

固然!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
自身的局限!而就对于前辈遗稿
和近代文献学的贡献而言!王欣
夫先生无愧此誉'

故谨借这些诗句!作为结语'

!本文为影印本"蛾术轩箧

存善本书录#前言$ 作者为日本

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

!

学林

拙文 !元封二年铜烛豆铭

文证真" 于!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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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第
((&

期正式刊发#当

晚在网上随意搜检$ 不意竟查

到一件
&,*-

年
*&

月
*!

日由

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成

交的 %汉青铜上林灯&'见雅昌

艺 术 网 (

.//0122345/6789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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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禁为自己疏于检索而感到遗憾#

此灯铭文基本无损$且恰与拙文

讨论的元封二年烛豆密切相关$

可补苴因后者铭文磨损不清而

导致的阙释和误释$故草此文以

为追记$并向读者致歉#

此灯是汉代典型的行灯$

%盘口微侈$平底上有钉$三兽蹄

足$一侧有虎首$口中延出柄&$器

物自名往往也称行烛豆*行烛薄

'关于这类器物的命名及渊源&参

看待刊于史语所'古今论衡(的拙

文)*陕西金文集成+识小录#)$其

铭文今可释读如下(

府为上林铜行烛镫一& 容一

升&重二斤半, 元封二年九月乙

巳&水衡小府啬夫乐咸&佐满意&

工渭成隐亚里上造张毋故造$

可以知道这件行灯与陕西

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烛豆$是水衡

小府在同一天$ 由同一个工匠为

上林苑制作的$从字形看$二者的

铭文无疑也出自一手'参看附图)#

铭文以三蹄足为自然隔断$分作

三段书写$显然曾经事先盘算#

%满意&是汉人常见人名')汉

印文字征#

!!"#

有 -王满意印.)#

拙文原在佐名之下拟补一 %主&

字$现在看是不对的$其实应该属

下补出上造张毋故的身分 %工&

字# 至于张毋故此人所在的县里

之名$拙文当时虽对所谓%阳&字

写法略存疑心$但因虑及!陕西金

文集成"的发表者当曾目验原器

而从其释$并引李学勤先生关于

%咸阳&地名的讨论作解# 然而水

衡小府中的一个工匠$却由一名

远在云中郡的小县小里的上造

千里迢迢来充任$其实也是颇为

特异的$现在看到清楚的元封二

年行灯铭文$疑问就豁然开解了#

原来这位张毋故$来自渭成'城)#

!汉书+地理志上"(%渭城$故

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

罢$属长安# 武帝元鼎三年更名

渭城#&汉代出土文献%渭城&多写

作%渭成&或%谓成&$例如汉代的

%渭成令印&%渭成右尉&等印'参

看赵平安)秦西汉印的文字学考

察(&)康乐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年&第
#'

页)及悬泉置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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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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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胡平生/张德芳撰)敦煌悬泉

汉简释粹(&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第
(

/

!)#

页$又)居延汉

简甲乙编(

$*#"*+

的所谓 -渭城

仓长.的-渭城.据史语所红外线

图版知确是-僓城.误释&参看简

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叁%(&

-中研院.史语所
$%!&

年&第
$%)

页)# 因为不知 %成& 上一字是

%渭&$故误释为%咸&,里名%隐亚&

的%隐&字即原来误释的%阳&字$

合于西汉篆文*古隶的典型简省

写法'参看)秦汉魏晋篆隶字形

表(& 四川辞书出版社
!'#(

年&

第
!%)#

页)# 所以张毋故之籍恰

是旧咸阳改名后的渭城$而非汉

代的那个新咸阳$前文之解应废#

渭城的改名$ 是元鼎三年 '前

**A

)$距离制作这两件器物的元

封二年'前
*"#

)已有五年左右#

我们现在可以很有根据地把

元封二年烛豆的铭文释写如下(

府为上林铜烛郖 !豆 %

一& 容二升& 重七斤$ 元封二

年九月乙巳& 水衡小府啬夫乐

咸&佐满意&工渭成隐亚里上造

张毋故造$

汉代行烛与立烛豆往往配

合使用'高庄汉墓有大/小立烛豆

与行烛豆及豆盘同出的例子&参

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

物保管所编著)高庄汉墓(&科学

出版社
$%%&

年&页
)',-$

)$所以

这两件器物应当是同时被盗掘

后流散的'所幸其中一件为公家

征集)$同出有无其他器物'例如

烛豆的盘)$还可留意#

我对新见流散文物$尤其是

有铭青铜器$常感怵惕$谨慎引

用$但这两件器物铭文的可靠性$

无疑不存在任何问题#

关于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的补正
郭永秉

"

!上接
-

版%

汉青铜上

林灯&铭文分作

三段书写


